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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宁波春晚，也是一台由
宁波艺术家自己创作的春晚，“晚上
现场的气氛，已经说明观众很喜欢。”
宁波春晚总导演邹建红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原创一台剧目很难，而宁波
春晚整个讲的都是宁波故事。”

“从第一篇章的热闹喜庆到第二
篇章的淡雅设色，到第三篇章的城市
精神，演员表演很好，音响灯光都很
到位，可以说很有‘气场’。这种‘气
场’代表城市气质，也代表我们对宁
波的2023年充满信心。”

从表演团队的衔接和沟通中，邹
建红也看到了宁波演艺人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宁波很多年没搞这样的
大型晚会了，相信这次晚会会整体提
高宁波的演艺水平，锻炼一支拿得出
手的队伍。希望这台宁波春晚可以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希望宁波春
晚可以继续搞下去，做大运河主题春
晚，海丝主题春晚等等，继续讲述宁
波故事。”

为了提高宁波春晚的成色，晚会
特别邀请邢时苗担任艺术总监。邢
时苗曾先后8次担任中央电视台春
节联欢晚会的舞蹈总监和现场导演。

“宁波观众热情极了，几十次自
发鼓掌，我感到他们对自己这座城市

由衷地感到骄傲。在歌曲《阿拉都是
宁波人》中，现场观众自发和声‘交关
赞’，自始至终充满年轻活力。”

除此之外，邢时苗还惊叹于宁波
艺术家的创作能力，“干干净净，品位
很高”。他对音舞诗《漫卷天一》的朗
诵词印象深刻，“这也是宁波一位文
艺人原创的，写得很清楚，体现了天
一阁藏书在中华基因库里地位。天
一阁不是一座简单的阁楼，它守着的
是一座城，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
这一点提炼得特别好，也让我学习到
了。”

记者 顾嘉懿

在2023宁波春晚中，宁波市歌舞
剧院的首席舞者夏天出镜率很高。他
是节目青瓷瓯乐《寻宋》视频创意版中
的男舞者，也是舞蹈《东方大港》里的领
舞人。

两个节目一古一今，反差很大。宁
波城市一面向古意中探寻传统，挖掘承
继文化根脉，一面向现代化开拓发展，
引领创新未来的时代精神，融汇在这位
舞者身上。

节目《寻宋》视频创意版拍摄于今
年1月初，是宁波电视台首次尝试将瓯
乐、舞蹈相融合，推出一个创意视频。

“这是一次全新的开始，对制作方和我
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夏天表示，他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
“寻找者”的形象，一个寻找瓯乐的年轻
人，被青瓷相击的乐声打动，最终沉浸
其中。

“我以前也去过上林湖，这次在拍
摄现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被用作乐器
的青瓷碗碟。”夏天试着用手指在泛着
青绿釉色的碗盏边沿轻轻一碰，碗盏发
出清脆悦耳之声。

“没想到瓯乐音乐家们给这些瓷器
排列出了完整的声部，很惊奇；还有一架
类似编钟的瓷钟，声音很幽远。”夏天说。

《寻宋》创意版视频，是一个瓯乐与
舞蹈相结合的跨界作品，用舞蹈表现

“寻”，用青瓷瓯乐诠释“宋”。视频前半
段用白色+青绿色，勾勒诗意轻灵的情
境；后半段用高饱和的中国红，在视觉
上形成碰撞。

“第一次尝试，妆容上、流畅度上还
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如果以后有机会，
可能会衔接得更好。”夏天说。

演出现场，夏天也是第三篇章中舞
蹈《东方大港》的领舞。

《东方大港》是宁波市歌舞剧院
2022年排演的一部舞剧，被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列入年度全省艺术精品创作
生产的重点项目。

宁波春晚上短短5分钟的表演，是
这部舞剧片段首次与观众见面。多媒
体宏大的场景，穿着工装的那男女演员
互相配合，操纵控制杆，完成起吊，配合
恢弘的音乐，显露出这部舞剧的非凡一
角。

“这将是舞台上极为少见的一部
‘工业风’舞剧。”夏天剧透说，不同于他
曾经饰演过《花木兰》里的将军，也不同
于他曾跳过的“冼星海”，《东方大港》将
是一部完全讲述宁波自身故事的舞
剧。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舞者夏天：

“寻宋”青瓷瓯乐
舞动“东方大港”

主创人员谈宁波春晚

讲宁波故事，显城市气质
交关赞！

2023宁波春晚中，青瓷瓯乐相
关节目在播出后引发全网好评。“太
美了，这就是宁波版的《只此青绿》！”
有观众兴奋地说。

晚会上，与瓯乐相关的节目出现
在以展示宁波文化符号为主题的第
二篇章。

节目瓯乐《寻宋》融合多种表演
方式，情景剧、器乐演奏、舞蹈演绎，
加上多媒体的视频效果配合，“巧剜
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的青
釉色击中了所有观众的审美。

慈溪瓯乐团副团长朱娅芳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2009年，在著名音
乐家、作曲家何占豪先生历经艰辛、

费尽心血的挖掘复苏下，以传承唐
宋青瓷瓯乐为己任的慈溪瓯乐团应
运而生。从此辉耀唐宋的青瓷瓯乐
再一次惊艳世界。岁月如星辰，流
转一瞬，回望来时路，辉煌缘起于
20多年前何先生的那趟“寻宋”之
旅。

“目之所及是历史，俯仰之间是
文明。上林湖的山路、水路，就连那
天上的云路，都是越窑青瓷的颜色。
您脚下和面前的湖底都是东汉、唐
朝、南北宋的瓷器碎片。”表演者的台
词生动还原了当年的历史场景，也奏
响了千年乐章的回音。

“越瓯碎了，藏与荆棘荒草间，沉

于清湖淤泥中，依旧是带着文明光泽
的瓷片。即使无法修补，也会保存着
高贵的光芒，即使被人敲成碎片，也
能清澈的回响。而这就是瓯乐。”朱
娅芳说。

而在随后的女子群舞《秘色宋
韵》中，舞者化为了一件件“青瓷”，诉
说着千年的繁华与风雅。“这个节目
的舞蹈，需要舞者运用大量的腰部、
膝盖、手臂等肢体的力量，因动作幅
度较大，受伤是难免的，但大家都觉
得能通过春晚舞台的这个节目来展
现我们宁波厚重的、独特的地域文
化，再苦再累都值！”宁波春晚舞蹈总
监刘蔚说。

情景剧、器乐、舞蹈

全面演绎
青瓷瓯乐
李白、王安石、史浩

集体回忆
明州岁月

宁波传统戏曲如何创新突围，让
传统有流量，传承有力量？宁波春晚
戏曲节目《诗话明州》是一个很好的
范例。

导演组选择从众多历史名人描
写宁波的古诗词中寻找灵感，李白、
陆游、王安石、史浩这些唐宋名家在
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描写明州（今宁
波）的诗篇。

李白的《早望海霞边》有“四明三
千里，朝起赤城霞”的名句，王安石的

《观明州图》说“明州城郭画中传，尚
记西亭一舣船”，陆游在《发丈亭》里
写“姚江乘潮潮始生，长亭却趁落潮
行，参差邻舫一时发，卧听满江柔橹
声”……这些都是古人给宁波留下丰
厚的历史遗产。

节目现场四段诗词有甬剧演员
贺磊，姚剧演员章旺，越剧演员杨魏
文、徐秋英，平调演员麻致源一一献
唱，营造出唯美诗意又富于变化的舞
台场景。

古诗词的韵律并不像戏曲，磨合
起来谈何容易。“我们前后创作两个
多月，其间十易其稿都不止，音乐也
好，词也好，都改了十几遍，最终才定
稿。”戏曲《诗话明州》节目导演汪青
波告诉记者。

为了增强演出效果，这出戏曲节
目，还邀请了珠海歌舞团50位舞蹈
演员与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宁波市甬
剧团、余姚市姚剧团、宁海平调剧团
同台演绎。 记者 顾嘉懿

《诗话明州》营造唯美诗意舞台

“这就是宁波版的《只此青绿》”

宁波传统戏曲《诗话明州》演出现场。 记者 杨辉 摄
夏天在青瓷瓯乐《寻宋》中演出。


